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推行為期三年
的賽馬會 「學藝再玩」創齡藝術計劃，以藝術作為媒介實踐創意高齡的社藝合作，由信義會金齡薈推
行。 「陶泥到家」是其中一項活動，基於資源有限，目前的服務對象只有16位，屬於一個初步嘗試的
計劃。經一段時間學習、創作，長者陶藝作品早前（3月1日至8日）在沙田秦石商場地下舉行展覽，
展品題材多數與生活有關，尤其是回憶過去接觸的事物。數十件精緻的陶泥作品吸引不少街坊參觀，
其中兩位長者更在現場親自介紹自己的得意之作。

學員最年長90歲導師無限鼓勵
此項 「陶泥到家」的活動，最年長的參加者有90歲。基於長者有不同程度的身體毛病，去年開

始總共有12節課堂，部分在中心上課，部分是上門一對一教授。負責教授的藝術家葉皓賢表示，
陶泥有溫度、包容度，不同界別都可以接觸。今次與職業治療師的合作獲益良多，服務對象是
中老、嚴重體弱及獨居長者。他表示，最大困難是與長者溝通的技巧，以及鼓勵長者接觸新事
物的能力。首先要花好多時間與他們獨立相處。長者初期會擔心有無能力去學習。故此，首先
要將困難位解決，之後就會好順利， 「令到長者願意花時間與泥產生關係，加上自己創
意。」他指做陶泥手工其實不難，反而找適合的題材要花心思，最好就是與長者過往發生的

事，作為創作的養分。

照顧體弱長者安排上門教授
葉皓賢又發現，通過陶泥可以有治癒能

力，令長者重建信心。他指出，對一些體弱
的長者，上門教授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因
為長者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下製作陶瓷，容易
將自己內心的小故事講出，對自己的了解也
增多。

現年 68 歲的素蘭，展出作品名 「將軍
甲」，是一種少見海魚的名稱，紅身、黑
鰭、黃眼珠及黃嘴，比真實的將軍甲魚色彩
更多。素蘭與兒子同住，由於身體及情緒問
題，她需要社工跟進，並會有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定期上門探訪。她於去年在頌安
街市見到這魚，感到很高興。她很喜歡食這
種魚，配枝竹及冬菇來炆好好味。她足足花
了四至五堂做這條魚。本來過程可以短至兩
三小時便完成，但她慢慢做，直至上色、

燒過，效果便不同。

學藝過程要專注
改變急促個性

退休前任職保安的素
蘭，生活節奏好急

促，但做陶

泥手工後學會放鬆自己，集中精神，並要手腦協調。當成功製出作品後，感到開心及滿足， 「做陶泥
時好似去了另一個世界，賢仔（葉皓賢）好有心機教長者，包容我這個長氣袋。」90後的葉皓賢坦
言不知道什麼是將軍甲魚，於是做了許多資料蒐集，然後才開始指導她做作品。在過程中發現素
蘭記憶力很好，並形容到魚的味道及質感。而在製作的過程中，
需要留意她的心情起伏，講過往經歷及想起以前患病的心情。

另一位參加者慕清，其中一個出色的作品是 「Tarap 香菠
蘿」，由眾多陶泥條合併成的綠色球體。慕清謙稱此作品做得不
太好，其實這是一個頗有難度的陶泥作品，她花了好幾周才完
成。後來才知道慕清本身是生於馬來西亞，童年時食過香菠蘿，
她掛念此食物的味道，於是通過陶泥製作，表達對香菠蘿的思念
及美好回憶。

今年80多歲的慕清，退休已經20多年，以往是位中學英文老
師，現在是位獨居長者，居於大圍美田。她最感煩惱的是身體
差，困住自己，外出不方便。她現時正接受信義會的家居護老服
務，因職業治療師周樂融姑娘的鼓勵，安排參加了這個陶泥班。
首八堂有專車接送她往中心上課，之後四堂就上門一對一教授。
「之前病得好厲害，左眼差點盲，又做了大手術。自己手又麻

痹，開始都擔心根本應付不來。」慕清說。葉皓賢知悉這情
況，便勸她待狀態好才做陶泥手工，不要太勉強。學習
陶泥手工後，慕清發覺了解自己多些。她本身是個
好性急的人，耐性不足，但學陶泥手工不可以心
急，很花時間，這樣反而培養了毅力，手眼
腦都要協調，否則就會出錯。她肯花心
思及耐性去製作陶泥作品，原因可
能是因為本身是獨居，在家以
陶泥為陪伴，她說學習陶
泥手工好開心呢！

年紀大也可以學藝術？正所謂 「活到老，學到老」 ，
一班長者經職業治療師及藝術家的指導下，成功製作陶
泥物品，早前並舉辦展覽，向公眾展示自己的作品。上門親身
教授的藝術家指一般人常覺長者體弱、能力不足，但他們的優勝
地方是耐性夠及願意花時間學習，而藝術創作對長者有療癒效
用，有助改善身心健康。 香港商報特約記者 劉楚婷

陶泥初體驗 療癒長者心

參觀陶泥作品興味十足。 信義會金齡薈提供圖片

素蘭製作的 「將軍甲」 ，原來她最喜歡食這
種魚（小圖）。 信義會金齡薈提供圖片

慕清學習陶泥
手工後，心情比以往

開朗，笑意盈盈向參觀者
解說。 信義會金齡薈提供圖片

長者陶泥作品充
滿童趣，中間圓圓的便
是慕清的作品 「Tarap香菠
蘿」 ，製作頗有難度。

特約記者 劉楚婷攝

藝術家葉皓賢到長者家藝術家葉皓賢到長者家，，一對一對
一教授陶泥製作一教授陶泥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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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氏宗祠位於村中北圍，2009年評為一級歷史建
築，據說它建於明朝萬曆年間，現時的建築是於光
緒十年（1884年）重建。宗祠平日重門深鎖，春祭
這天大門開了，我這個外人進入後，發覺兩進式建
築的宗祠雖說不上宏大，但很精美，樑柱是花崗石
的，壁畫很精緻，裝飾有斗拱木刻、陶塑人物等。

正廳神龕供奉彭氏歷代祖先，由在粉嶺建基立業
的始祖彭桂起，到之後的十六世，共八十八位祖
先。側廳亦有供奉十三個神位，據在現場打點的村
長彭慶培說，這些都是在建圍有功績、為村貢獻良
多人士而立。彭說，今次參與春祭父老年齡由60歲
至94歲，為十七傳至二十一傳子孫。而建基約八百
年間，已繁衍至二十四傳，人口四千餘人。

百人上香肅穆莊重
約 10 時，近百名父老已齊集，族長先參拜，敬

茶、酒、元寶，幾名輩分高的父老亦跟住敬茶酒。
眾出席父老其後有序地向祖先上香。整個過程約10
分鐘，其間肅穆莊重。父老離開時獲派利是及果
品，到中午12時，大家返回祠堂，因在宗祠廚房烹
煮的二十圍盆菜已弄好，筆者幸運地獲安排坐在神
龕旁的圍席，這時正落下絲絲細雨，思古幽情油然

而生。
出席春祭活動期間，一名村民對筆者說： 「你知

道為何在二月初二春祭嗎？今天是龍抬頭日，一個
吉利的日子，內地很多地方都在今天祭祖的。」簡
單網上查一查，傳說這天降雨之神龍王抬起頭來，
意味今後雨水就會多了起來，有利於耕種。這天也
是中國歷代為祭祀伏羲和女媧而舉行長達一個月的
太昊陵廟會開始的第一天。自古以來龍抬頭日都被
視為一個祈求風調雨順、驅邪攘災、納祥轉運的日
子。

在龍抬頭日看完彭氏宗祠春祭，過幾天的二月初
五，看另一場彭氏春祭，到二房的思德書室看祭
祖。

思德書室離通衢大道很近，附近還有茶餐廳、油
站，從粉嶺站走過來只需七至八分鐘。書室的入口
很特別，有一個上書 「粉嶺學校」的牌坊。原來這
間由十二世祖為紀念六世祖彭思隱所建的家祠，由
1936年開始，就成為粉嶺學校校址，直至1957年遷
往毗鄰的新校址。

書室每隔十年維修
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的書室，亦於2009年獲評為

二級歷史建築，它一如宗祠，保養不錯，司理彭世
裕（十九傳）告訴筆者，族人每隔十年就舉行太平
清醮，臨近打醮就會維修。他說從前有人長時間打
理，書室開放，後來沒有人手，為免書室有任何閃
失於是關門，但有興趣參觀者，可向村公所預約。

彭說，書室供奉二房祖先，由六世祖至十六世
祖，有六十六個。疫情前到來祭祖父老較多，有差

不多百人，那時亦有唱禮，有喃嘸主持儀式，有人
打鼓、吹打（嗩吶），有人讀祝文，他說自己都
讀過，而疫情後未有恢復。

書室春祭過程一如宗祠，最吸引筆者注意是神主
牌前的香爐，它是石造的，十分巨型，村民告知這
是紅麻石，歷史約半世紀，之前那個不見了的是和
田玉製造，放諸現今價值很高。

思德書室用於供奉祖先的香爐，紅麻石製造，刻
有思德堂三字。

火煙中寄託對祖先的思念。 記者 鄭玉君攝

書室的入口有 「粉嶺學校」 的牌坊，這裏曾用作
現代教學場所。

踏入農曆二月至春分
日，新界一些村落都會
舉行春祭，感謝祖先及
上蒼的庇佑。筆者孤
陋，過往只看過一次
（疫情期間的廈村鄧氏
春祭），恭謹莊嚴情景
至今未忘。今年二月初
二，走進平日少到的粉
嶺圍，看彭氏春祭。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彭氏宗祠春祭彭氏宗祠春祭，，子孫上香子孫上香。。

「龍抬頭日」彭氏宗祠開放迎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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